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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
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实现 *
封宗超 李运明△ 倪 静 廖 磊 孙 娜 王艳萍 蔡文军

（成都军区总医院质量管理科 四川 成都 610083）

摘要：本文从系统设计目标、功能设计、结构设计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实现。该系统由

六大模块构成，实现了从预约管理、住院信息管理、床位管理、伤情评分、感染监测、查询统计到打印输出的灾害及突发时间住院

伤病员信息全过程管理。应用本系统可规范灾害及突发事件医疗救援保障流程，大大提高了住院伤病员信息管理水平和工作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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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作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先导，如何准确、及时、高效地

收集、整理、分析灾难及突发事件信息、伤病员基本信息、救治

信息等，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研发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

系统，已成为医院管理信息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也是医院在灾

难和突发事件大量伤员信息管理中面临的难点问题[1-3]。利用计

算机技术采集、处理、分析灾害及突发事件住院伤病员医疗信

息，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信息的汇总分析，还能够确保

整个数据处理工作的准确和统计结果的可靠性。通过系统文献

回顾[4-6]，结合我院参加汶川地震、“6.5”公交车事故医疗救援工

作的实际 [7,8],我们设计开发了一套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

系统，该系统的实现将对提升医院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

的医疗救治能力，提高突发大规模伤病员救治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

1 系统设计目标

从医院管理者、系统的直接使用者（医护人员）、系统的维

护人员（工程人员），三种使用者出发，结合灾害及突发事件医

疗救援信息需求，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系统设计目标

有以下几点：

1.1 具备完整功能 综合实现预约管理、住院管理、床位管理、
感染监测管理、报表管理等医院所需要的全面的功能。
1.2 具有高安全性 系统要能实现 7 天 24 小时的不间断持续

运行，并且对系统的不同用户统一进行授权管理。
1.3 要有人性化的操作界面 使用者在操作系统时要觉得系统

的操作方法人性化，也就是让使用者觉得便捷。系统的界面一

定要简洁直观，让使用者一目了然。
1.4 抗干扰能力强 当使用者错误操作时，系统应该提出警告

和修正措施，对于影响不大的错误应该自动消除。
1.5 维护性好 系统的设计开放模块能通用，并且可靠性高，可

以给系统的维护人员带来极大的方便。
1.6 查询和统计功能 以住院管理为基础，系统要能够输出病

人的详细个人信息，住院信息、结算清单、费用清单等信息，帮助

单位直观了解病人的住院信息，提升住院部门的业务管理水平。
1.7 灵活设置 数据字典的设计要考虑周到，以满足不同用户

在办理入院出院手续的相应需求。
1.8 报表管理功能 住院报表是医院工作效益的集中体现，系

统需要具有十分强大的报表管理功能，可以生成多种格式、不
同需求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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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功能设计

该系统包含：预约管理、住院信息管理、床位管理、伤情评

分、感染监测、报表输出 6 大模块。各模块具体功能如下:
2.1 预约管理

预约管理主要是收集前线抢救人员传回的信息即前接信

息，事先录入要入住的伤病员基本信息，如姓名、详细家庭地

址、受伤地点、受伤部位、基本诊断等。并给即将入住伤病员根

据情况预约一个床位、手术室或者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
2.2 住院信息管理

该模块负责录入所有入院的伤病员信息，并可以浏览、查
询伤病员信息、床位信息等。同时也在本模块进行出院、床位管

理操作。该模块由以下部分组成：

2.2.1 入院 在此录入所有入院的伤病员详细信息，如姓名、地
址、联系方式、诊断、受伤地点、科室、床位、用药等。有预约单的

伤病员，可以直接读取预约单，系统自动将预约单的信息录入

入院模块相应位置，同时删除原预约单，这样高效快捷，方便及

时救治。在此也有与现有医院信息系统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的数据接口，可以相互传递伤病员信息。
2.2.2 浏览查询 可以根据伤病员的姓名、联系方式、床位等关

键字进行查询，浏览伤病员基本信息，也可以在此修改病人的

部分信息，如转床位、用药情况等等。
2.2.3 出院 办理病人的出院手续。主要是床位的撤销。
2.3 床位管理

该模块主要功能是管理灾难及突发事件应对中该系统专

用的床位信息，可以达成整理床位、设置加床、浏览床位、占床

等操作。该模块由以下部分组成：

2.3.1 读入空闲床位 这是与原 HIS 的接口，读入原 HIS 系统

中的空床位信息，作为应对灾难及突发事件的使用床位，同时返

回给原 HIS 一个值，使原 HIS 中这部分床位显示为“救灾使用”。
2.3.2 添加新床 添加临时床位信息，以便收纳更多受灾伤病员。
2.3.3 转床 主要办理伤病员的床位转移。转入的病床状态变

为已用，转出的病床状态变为空闲。伤病员床位信息的变更同

时要反映到住院伤病员信息管理中的伤病员详细信息中。
2.3.4 床位浏览查询 浏览并可查询各床位信息，包括是否空

闲、该床病人信息等。
2.4 伤情评分

伤情评分方法是受到医学界广泛认可的一种对于创伤医

疗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医疗界广泛使用该方法，给伤病员的救

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所谓伤情评分，就是将伤病员的受伤程

度量化加权后，作为一个参数代入特定计算公式中，以计算出

该伤病员的受伤情况，评定其受伤程度。考虑到实际对伤病员

救治的复杂性与时效性，救治伤病员过程中，需要能够快速有

效的对重伤病员的伤情进行评分判定，而现场的情况也可能不

允许有时间获得足够的生理指标。为了能够快速有效的进行伤

情评分，给抢救伤病员一些技术参考，提高救治率。本系统采用

哥拉思戈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ale,GCS）以及校正的创

伤积分 ( Revised Trauma Score, RTS )来进行救治伤病员的伤

情评分[9]。该模块主要分为两部分：

2.4.1 伤情评分 医护人员在该处可以根据伤病员的实际情况，

点击选择伤病员的眼睛反应、语言反应、运动反应的状态，如果

有条件，可以继续输入伤病员的收缩压以及呼吸率情况。输入

相应数据后，可以选择进行 GCS 评分还是 RTS 评分，给伤病

员的抢救提供参考。
2.4.2 重伤预警 医护人员可以在该处设置当给伤病员进行评

分时，GCS 评分和 RTS 评分多少分内给予“重伤病员，需立即

抢救”的提醒。
2.5 感染监测

灾难及突发事件中最容易爆发大规模的感染和疫情。该模

块能够方便医护人员及时录入救治伤病员感染信息，包括感染

时间、感染类型、感染部位、危险因素等等。对受感染的伤病员

进行用药监测，同时可以浏览查询受感染伤病员。此外，该模块

还有爆发预警功能，有助于救护人员及早发现大规模感染及疫

情爆发，及时做出应对，减轻损害。该模块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2.5.1 感染上报 发现有感染情况的伤病员，由医护人员在此

上报至数据库，同时录入相关感染信息，如感染日期、感染部

位、感染诊断、切口类型、原发病诊断、易感因素等。
2.5.2 抗菌药物监测 主要是对受感染者的用药情况进行监

测，需要录入包括药物名称、用药目的、用药天数、用药效果等。
2.5.3 爆发预警 此爆发预警会从当前日期开始，向前推算一定

的天数内，自动计算同一科室、同一感染诊断的次数（或感染同

一病原体的次数），达到用户设定的次数时，给予提示。监测的

天数、同时发病的人数等都可以由用户自己设置。用户还可以

设置时间，每天到了设定的时间，系统就会自动计算一次，有爆

发情况就自动提示。
2.6 报表输出

该模块能够调取录入系统的受灾伤病员信息，输出多类

不同类型、不同格式的统计报表。可以按照系统使用者的需要，设

置需要提取的信息，如有需要，可以对提取的信息按项目排序、归
类。比如可按受伤地点、受伤类型、性别等提取伤病员信息，同时设

定需要附带什么信息，如诊断情况、感染情况、救治情况等。

3 系统应用体会

3.1 规范灾害及突发事件医疗救援保障流程

应用该系统所有住院伤病员基本信息及灾害特有信息采

用一站式采集和处理, 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床位管理、伤情评

分可有效提升救援中床位的利用率，提高医疗救治的针对性。
采用信息化手段监测伤病员感染情况，能及早发现大规模感染

及疫情爆发，及时做出应对，减轻损害。应用该系统规范了灾害

及突发事件医疗救援保障流程，改革了信息工作模式，提高了工

作效率，可把医务人员和统计人员从原有无序的、人工的数据采

集和信息处理中解脱出来，使之更加关注于伤病员的医疗救援。
3.2 网络硬件投资少，提高医院网络的利用率

该系统定位为医院信息系统的子系统，针对 HIS 系统应对

灾害及突发事件信息处理上的不足，为伤病员基本信息统计、
急救分类、救灾决策、地震医学资料管理、传染病疫情监测及预

警、各类统计报表自动生成等方面提供软件支持。该系统充分

利用医院现有网络硬件资源，采用 C/S 架构，不仅满足灾害及

突发事件医疗决策信息需要，而且提高了现有网络的利用率，

使得“网”尽其用。
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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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救援过程中数据采集工作量大、数据不易永久性保存、不
易二次利用、无法共享，等问题。通过广泛调研确定系统设计目

标，完整、科学的对系统功能进行设计，该系统的应用提高了医

疗信息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准确、及时、动态掌握伤病员医

疗信息，及时、准确的整理分析伤病员信息，对医疗救援的科学

决策和管理有着重大意义，对于提升医院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

灾害的医疗救治能力，提高突发大规模伤病员救治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突发事件及灾难医疗信息资料是医学研究的宝

贵财富，完整、准确的历史资料是必不可少的科研素材，是未来

医务科研工作者探询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中伤病员救援的规

律、提高救援水平、减少损失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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